
教育探讨７卷 6期
ISSN:2705-1323（O）2737-4149（P）

267    

近五年国际中文教学领域话语标记研究综述

陈轲欣

山东师范大学　山东济南　250000

摘　要：近年来，随着“汉语热”的升温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话语标记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，本文筛选了近五年

CNKI 知网中具有代表性的 267 篇相关文献进行综述，发现近五年话语标记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话语标记

的使用与偏误；二是教学实践中的话语标记应用；三是话语标记的个案研究；四是话语标记的综述类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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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随着“汉语热”的兴起，话语标记成为对外汉语教学

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 [1]，话语标记作为话语交际中一种常见

的语言现象，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，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思

考并解决。笔者选取了 2020 到 2024 年 CNKI 刊登的文献共

267 篇，撰写文献综述，希望进一步丰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

的话语标记教学研究。

1. 研究现状

本论文从 CNKI 知网选取文献，文献涵盖了 2020 年到

2024 年我国国内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话语标记研究的论文，

笔者在“全文”中检索“话语标记”，最终从 500 余篇论文

中筛选出 267 篇，并导出 excel 表格，从题名、作者、单位、

文献来源、关键词和摘要六个部分，对文献进行梳理。把文

献按照年份和内容两个角度进行梳理研究，可以得出如下的

柱状统计图。

图 1  2020-2024 年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话语标记内容分类

从图中可以看出，2020 年至 2022 年，话语标记相关期

刊论文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，分别为 51 篇、49 篇和 44

篇。这一现象可能与全球疫情导致的学术活动受限、研究资

源分配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 [2]。然而，从 2023 年开始，相

关论文数量有所回升，2023 年达到 58 篇，2024 年进一步增

长至 65 篇，创下五年内的最高值。这一趋势表明，随着疫

情的逐步缓解和学术环境的恢复 , 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度

持续增强。

整理可知，核心期刊在这一时期共发表了 34 篇，占比

约为 12.7%。这一占比表明话语标记研究在学术领域中仍处

于发展阶段。

2023 年和 2024 年的增长表明话语标记相关期刊论文数

量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，该领域的研究正在持续受到关

注。未来，随着学术资源的进一步恢复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

新，话语标记相关研究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。

话语标记“个类研究”类文献数量最多，在 2020 年至

2024 年数量一直居高不下，这一研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研究对象的聚焦性突破，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传统“你

说”“我觉得”等高频标记，而是将视角延伸至“谁懂啊”“算

了”等新兴或边缘性标记的互动特征挖掘。其次，方法论呈

现跨学科融合态势，24 年核心期刊中超过 60% 的研究采用

互动语言学、会话分析理论框架，结合影视剧、综艺节目等

自然口语语料，深入剖析话语标记在话轮转换、立场协调、

情感共建等互动场景中的动态功能。最后，微观描写与理论

建构并重，如《从位移祈使到话语标记》等研究突破传统功

能分类，提出“互动语法化”等创新理论模型 [3]。

这种研究热潮的成因可从三方面解读：首先，互动语

言学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推动了研究范式转型；其次，新媒体

语料库的丰富为捕捉动态交际过程提供了数据支撑，如综

艺节目、短视频等媒介中新兴标记的流行催生即时性研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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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汉语话语标记的多功能性特征在互动维度展现独特价

值，如“好”既可构建评价框架又能实施话轮管理，这种多

功能性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证基础 [4]。

综述类文章在 2020-2024 年呈现方法论升级与研究视

野拓展的双重转向。综述类论文数量年均 3-4 篇，研究呈

现三大特征：首先是科学计量工具普及化，60% 的综述采

用可视化技术追踪热点演变；其次是跨学科综述崛起，突破

传统语言学框架，出现人类学视角和中介语语用学等跨界综

述；最后，国际视野深化，2024 年期刊论文分析国外话语——

语用标记研究，但现有综述仍存在理论深度不足和跨学科整

合薄弱等局限，亟待构建“理论批判——方法创新——应用

验证”三位一体的综述范式。

2020-2024 年，话语标记中“使用与偏误”与“教学分析”

类研究呈现问题诊断与教学干预的联动趋势。“使用与偏误”

类成果集中于二语学习者高频语用失误分析，其核心价值在

于揭示习得难点，如“就是”的过度使用、语义泛化 [5]，而“教

学分析”类研究则基于偏误特征提出针对性策略，形成“问

题——对策”闭环。例如，陈家隽（2024）通过实验验证显

性与隐性教学不同教学法对对汉语话语标记二语习得的作

用；贾旭等人针对蒙古来华预科生口语能力进行话语标记的

教学与检测，并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多次优化训练方案 [6]。这

些研究互动体现两大转向：从偏误描述到教学实证，一步步

深化研究内容；从普适性教学到精准化干预，如 2024 年研

究结合习得难度评定与母语迁移特征，推动教学策略从“一

刀切”转向“分层定制”[7]。

2020-2024 年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在方法、理论与内容上

呈现系统性发展。

研究方法上，科学化与多元化趋势显著。量化工具如

CiteSpace 的可视化技术被广泛采用；多模态语料库如综艺

节目《奇葩说》支撑动态交际分析，推动研究从静态描写转

向实证验证；跨学科融合深化，人类学、社会学视角介入功

能阐释，突破传统语言学边界。

研究理论框架方面，以互动语言学为主导，约有一半

的个类研究聚焦话轮管理与立场协调，构式语法与认知语用

理论结合，如“X 了”的语义增值机制。理论整合进一步发

展，如构式竞争与互动语言学的多维联动，但原创性理论仍

待突破，多数研究依赖西方范式。

近年来，高频话语标记的研究逐渐从单一功能分析转

向多功能性研究，同时关注这些标记在历史演变中的功能变

化。此外，随着网络语境的快速发展，跨语言对比聚焦中韩、

汉英，但历时语料匮乏、跨母语对比单一仍是主要局限，未

来需强化历时追踪与多模态理论创新。

2020 至 2024 年间，英语及其他语言的话语标记研究展

现出多维度拓展的学术图景。在理论探索上，研究逐步超越

单一语用分析框架，融入元语用理论、关联理论及历时构式

语法等多元视角。例如，孟庆楠（2020）从历时构式语法切入，

探讨英语话语标记的构式演变规律 [8]；刘甜甜（2021）从发

话者元语用意识出发，探讨其对话语标记语选择、功能及交

际效果的影响。研究方法上，多模态语料的应用尤为突出，

影视剧字幕，如《阿甘正传》《女王的棋局》、情景喜剧对话，

如《摩登家庭》《生活大爆炸》及学习者语料库成为主要数

据来源，结合计算语言学技术实现动态功能建模。但研究也

有许多不足，如英汉比较多集中于影视翻译，非英语变体）

及小语种标记研究几近空白；理论原创性亦显薄弱，多数研

究仍依托西方理论框架，本土化阐释不足。

2. 研究不足

虽然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话语标记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

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但仍存在以下问题：

2.1 理论原创性与整合性不足

互动语法化等模型虽尝试结合汉语特点，但尚未形成

系统性理论体系；跨理论整合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，缺乏普

适性解释力。此外，部分研究如《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系统与

认知研究》虽提出系统构建思路，但对汉语话语标记的层级

分类与认知机制阐释仍不够深入。

2.2 历时研究与动态追踪匮乏

历时研究文献数量仅占文献总量的 4%，多数成果依赖

共时推测，缺乏口语历时语料支持。例如，“回头”的语法

化路径虽被提出，但未结合明清白话文献或方言口语历时对

比验证。新兴标记的流行动因研究多聚焦网络语境，缺乏长

期追踪其语义固化与功能演变的过程。

2.3 跨语言与跨方言对比失衡

汉外对比研究多集中于英汉、中韩等常用语种，而对

东南亚、非洲等地区语言的对比分析相对薄弱，这不仅限制

了类型学视野的拓展，也不利于针对这些地区学习者的精准

教学。方言研究方面，现有成果多聚焦于个别方言，缺乏系

统性，研究方法和视角相对单一，难以全面揭示方言与共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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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之间的复杂关系。 

2.4 教学应用与实证研究互动性不足

“使用与偏误”与“教学分析”类研究虽形成“问题——

对策”闭环，但实证深度不足。例如，《显性与隐性教学对

汉语话语标记二语习得的作用》虽验证教学法差异，但未追

踪长期效果；《话语标记训练对蒙古来华预科生口语能力的

影响》虽针对母语背景设计策略，但未扩展至多模态教学场

景，习得难度评定标准尚未统一，导致教学策略普适性受限。

2.5 技术介入与多模态分析浅层化

计算语言学应用多停留于表层识别，未深入语义关联

与认知推理建模；多模态研究虽采用影视剧、综艺语料，但

对副语言特征，如手势、表情等与话轮转换的协同分析不足，

动态交际建模尚未实现。

3. 研究展望

针对上述不足，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突破：

3.1 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

深化“互动语法化”“构式竞争”等模型的系统性阐释，

探索汉语话语标记的形式 - 功能 - 认知三维联动机制。例如，

结合认知语言学与本土语法理论，解析“X 了”构式的主观

化路径；通过方言比较，提炼汉语话语标记的类型学特征，

推动理论原创。

3.2 强化历时与动态追踪

建设多模态历时语料库，整合明清白话文献、方言口

语录音及新媒体语料，追踪标记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。例

如，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方法，分析“算了”从行为动词到互

动标记的语义泛化轨迹；研究网络新兴标记的社群传播与功

能固化。

3.3 拓展跨语言与多模态对比

加强汉藏语系内部及非通用语种的标记对比，揭示语

言类型对功能表达的制约。同时，深化多模态互动分析，利

用眼动追踪、语音识别技术，解析影视剧、直播等场景中话

语标记与副语言行为的协同机制。

3.4 推动教学研究与技术融合

开发智能教学系统，基于学习者语料库构建话语标记

习得难度动态模型，实现个性化教学推荐。例如，结合虚拟

现实技术模拟真实交际场景，训练留学生使用“对了”“好”

等标记实施话轮管理；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，实时检测偏

误并生成反馈。这种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

和表现，动态调整学习内容和难度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。

4. 结语

2020-2024 年，国际中文教育话语标记研究在互动功能

探索、跨学科方法融合及教学应用创新等方面成果斐然，学

者们通过量化工具、多模态语料及本土化理论尝试，揭示

了话语标记在交际中的多功能性与演化复杂性，为国际中文

教育、跨文化交际及语言认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然而，

理论原创性不足、历时追踪薄弱及技术应用浅层化等问题仍

制约学科纵深发展。未来需以“理论创新——方法整合——

技术赋能”为轴心，构建兼具汉语特色与国际视野的研究体

系，推动话语标记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认知机制解析与

教学实践优化的双重突破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李思旭 . 话语标记的形成机制与前沿课题 [j]. 外国语

（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），2023,46（03）：70-81.

[2 ]Bian  SX,  L in  E .  Compet ing  wi th  a  pandemic : 

Trends in research design in a time of Covid-19. PLoS One. 

2020;15(9):e0238831. 

[3] 丁加勇，莫斐雅 . 从位移祈使到话语标记：自然会

话中“来”的互动功能 [j].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，

2024,53（02）：136-146.

[4] 牛子涵 . 新媒体语言中“好吧”的语用功能探析 [j].

汉字文化，2020（S2）:10-11.

[5] 周雅歆 . 话语标记“就是”的使用不当研究——以《非

正式会谈》第六季语料为例 [j].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，2022,6

（15）：47-50.

[6] 贾旭 , 艳吕明 , 李莉 , 李唯嘉 . 蒙古来华预科生口语

能力提升行动研究——基于话语标记使用的训练 [j]. 汉字文

化，2024（21）:155-159.

[7] 施仁娟 . 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话语标记习得难度评定

研究 [j].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），2025,54（01）:40-45.

[8] 孟庆楠 . 历时构式语法视角下英语话语标记语构式

变化研究 [j].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，2020,43（03）:82-90.

作者简介：陈轲欣（2001—），女，汉族，山东省泰安市，

在读硕士，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话语标记。
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uthor/detail?v=O_n6o0K2eioLb4E4cqDzYNrsH39owsGKOv06qSxozQxehKTL28jIpYdP1vhYN1pyj9pFy6UHDU9lZWJIqBwIVNzFbfxHpa-tXfunaCHpiWJgLjYL-K6V0Ds2FQNWCVhC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uthor/detail?v=O_n6o0K2eiop_Ln4WO89Lk_z8UZWYMJD6wjuuCYRMG4vZUIFpmj7YNegjdnv2Jx5ACwZ0AVUd4NSK_8r5lpQRTZdZHvBU8peNN3zYGpboyoQNaVn6E8Zwg6bKfF17kiu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uthor/detail?v=O_n6o0K2eiop_Ln4WO89Lk_z8UZWYMJDR5zqOFMH_Lb3_uQLL3Wb9hoZ3NWitpObPH7ho0v_fvNK4KTcdDtD3LjxKabLNKHDJ-52ddY7CxRE-0ct3dsmcg==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uthor/detail?v=O_n6o0K2eiop_Ln4WO89Lk_z8UZWYMJD2vbbE0q8UN5m6Jdra2HK4izmd1kDyOiUVYXjie-r3rTS6ZWVRIdKGDIOo1P1PWV768qgWAzFAEy7v9MD0T-1mA==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uthor/detail?v=O_n6o0K2eiop_Ln4WO89Lk_z8UZWYMJD8YaMDUrqRlmos2QP6xGnh859YuLaBz8hohMPNOmnRE5HkcL3eucJyVb8Odqde4LbtfTwJO9NxkLkUIuQH_5OeMv0BMmkZfdc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
